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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钟
南京举城同悼

“00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愿这段历史记忆
像水滴一样向外传播

202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各界代表们
胸前佩戴白花，静静肃立。上午10时，仪式开始，全
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为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默哀。

在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商圈，上午10时，孙中山
铜像所在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信号灯全部变成了红
色。10:01，随着警报声响彻全城，车辆全部停驶鸣
笛，行色匆匆的人们纷纷停下脚步，脱帽肃立，垂首默
哀，共同悼念30多万死难同胞。

“我从警20年，今年是第一次12月13日当天在
中山先生铜像下执勤，车辆、行人自发停下，整个南京
城按下了暂停键，所有人沉浸在对遇难同胞的缅怀
里。”南京交警二大队副大队长董婧婧对记者说，“历
史不能被遗忘，和平来之不易，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守护路畅民安，也希望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家住雨花台区的周星倩，一早专门带着5岁的儿
子孟一来新街口默哀，“往年我都是带着他在家门口
默哀，今年专门请假带他来了新街口，想让他更加直
观地感受一下。”周星倩说，作为南京人，这段历史是
刻在每个南京人骨子里的记忆，不会也不可能被遗
忘。

在鼓楼广场，邮局上方的现代快报大屏幕上，“维
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开
创未来”的字幕轮番显示着，当路口的信号灯全部变
为红色，正在行驶的公交车、私家车缓缓停下。非机
动车道上，骑车市民也停车驻足，所有人都在静静等
着警报声拉响。上午10:01，防空警报响起，与鸣笛
声交织，执勤交警脱帽默哀。鼓楼广场笼罩在一片肃
穆的氛围中。

“90后”南京女孩莫金丽在现场红了眼眶。“每年
12月13日这个时候，我们办公室都会集体起立默哀，
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她说，在现场听到交织的鸣笛
声，内心情绪翻涌，“为同胞痛心，同时也无比真切地
体悟到，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守护。”

中山码头丛葬地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之

一，当时避居国际安全区的青壮难民，在此惨遭杀害，
共达万人以上。上午10:01，防空警报拉响，百名学
生、居民代表和机关干部手持白色菊花，悼念默哀。

68岁的王翠萍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人，回忆
父亲生前的话语与经历，她忍不住落泪。“我父亲活着
的时候，每当回忆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都是泪流满
面。父亲告诫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珍惜当下美好的生
活，要和平不要战争。”

在北极阁丛葬地，大家神情肃穆，脱帽、低头、默
哀、敬献花篮，共同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举行悼念
活动。1937年 12月，侵华日军在鼓楼至北极阁、太
平门、富贵山、珠江路等地实施暴行。仅在北极阁附
近，惨遭杀害者即达两千余人。上午10点半，家住城
东的市民乔先生特意和老伴一起乘车来到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北极阁附近遇难同胞纪念碑前，参与自发
悼念活动。乔先生告诉记者：“一路上，我们想起这段
历史，心情都很沉重。”前几天，他还把这段历史和12
岁的外孙女讲了一遍。“希望他们年轻一代更要牢记
历史、珍爱和平。”

紫金山北麓，苍松翠柏掩映下，南京抗日航空烈
士纪念馆同步举行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悼念活动。

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中山陵园管
理局相关领导，抗日航空史专家学者代表、抗日航空
英烈亲属代表，以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江苏分公司飞
行部员工代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南京审
计大学金审学院师生代表，东方城社区代表、南京航
空联谊会、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代表等
约10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南京籍抗日航空英烈黄胜馀亲属周凯告诉现代
快报记者，“我的大爷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为了保家
卫国，在1943年12月23日与日军敌机在广州上空激
战，非常勇敢顽强，击落数架敌机后，因机身中弹，壮
烈牺牲。”以英烈亲属的身份来到这里参加国家公祭
活动，周凯的心情格外沉重，“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
先烈，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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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上午10:01—10:02，当凄
厉低沉的防空警报声响起，南京全城静止，悲伤瞬间凝固。作为中国首个国际和平
城市，南京珍爱和平，守护和平。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愿和平。

这一天，南京有17处南京大屠杀丛葬地、12个社区和6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同步举行悼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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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民生（前右三）、抗战老战士
等参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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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3日上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
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今
年90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民生，以及五位南京
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代表出席仪式。

纪念馆四周竖起“国家公祭”条幅，黑底白字，庄
严肃穆。上午10时，国家公祭仪式开始，现场代表胸
前佩戴白花，齐唱国歌。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公祭仪式现场第一排，坐着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民
生。虽然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7年了，但是失去亲人
的痛一直埋藏在刘民生的心里。他的父亲在难民区被
日军抓走，最后在下关被杀害。他被父亲抱着，因为一
直在哭闹，被日军在腿上刺了一刀，至今还留有伤疤。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历史的证人，但随着时间的
流逝，他们逐渐“凋零”。截至目前，今年已有六位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逝世，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仅剩32位，平均年龄超过94岁。目前，南京大
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总数已增至32人，他们多是幸
存者家庭的二代、三代甚至四代。

当历史的证人逐渐老去，幸存者后代已接过历史
记忆传承的接力棒，肩负起“让更多人了解南京大屠
杀历史真相”的使命。

今年参加国家公祭仪式的还有五位南京大屠杀
历史记忆传承人，他们分别是刘榴、曹玉莉、任颖、黄

睿、蒋秉錞。
任颖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薛玉娟的外孙女，她说：

“今天参加国家公祭仪式，让我又一次更近距离了解到
这段历史。以前是听我的外婆说，从书本上看，今天切
身感受到仪式的庄严。”任颖哽咽落泪，她表示作为南
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深感肩上责任重大。

任颖担任南京雨花台区教师发展中心小学道德
与法治教研员，2014年她曾参与编写《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小学版）——血火记忆》。她说：

“面对青少年、面对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作为教师，我
希望让更多的孩子知道这段厚重的历史背后的深刻
意义。铭记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出发、更好地前行。”

“00后”大学生蒋秉錞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桂
香的曾外孙，他的太奶奶曾远赴日本参加证言集会。
他说，这是第一次参加国家公祭仪式，这次经历让他
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感悟，“作为南京
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我要向身边人传播这段历
史，让这段历史记忆像水滴一样
向外扩散、向外传播。”蒋秉錞表
示，接下来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让更
多人明白和平来之不易。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梦云 杜雪迎 徐苏宁

刘民生（右三）和五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